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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!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!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!二者是相辅

相成!有机统一的"要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'三原则(指导下!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!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!实

施农业循环经济需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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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0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

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1中指出'以邓小平理

论和$三个代表%重要思想为指导#全面落实科学发

展观#坚持把解决好$三农%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

中之重#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#实行工业反哺农

业)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#巩固)完

善)加强支农惠农政策#切实加大农业投入#积极推

进现代农业建设#强化农村公共服务#深化农村综合

改革#促进粮食稳定发展)农民持续增收)农村更加

和谐#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&建设社会主

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&统

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#推进现代农业建设#全面深化

农村改革#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#千方百计增加农

民收入#则被确定为国家$十一五%规划中解决$三

农%问题的战略方向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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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农业丰则基础强#农民富则

国家盛#农村稳则社会安&加强$三农%工作#积极发

展现代农业#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#是全面

落实科学发展观)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

求#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&

一
!

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及意义

$社会主义新农村%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#反

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#以社会全

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&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

面&一是发展经济)增加收入#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

农村的首要前提&要通过高产高效)优质特色)规模

经营等产业化手段#提高农业生产效益&二是建设

村镇)改善环境#包括住房改造)垃圾处理)安全用

水)道路整治)村屯绿化等内容&三是扩大公益)促

进和谐#要办好义务教育#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

到基本教育,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#使农民享受

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,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

社会保障,要统筹城乡就业#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&

四是培育农民)提高素质#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#倡

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,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#丰富

农民精神文化生活,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#引导

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&

具体而言#所谓$新农村%包括五个方面#即新房

舍)新设施)新环境)新农民)新风尚&这五者缺一不

可#共同构成社会主义$新农村%的范畴&即要因地

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#而且房

屋建设要符合$节约型社会%的要求,要完善基础设

施建设#道路)水电)广播)通讯)电信等配套设施要

((



俱全#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,生态环境良好)生

活环境优美#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

现出新的时代特征,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#成为有

理想)有文化)有道德)有纪律的$四有农民%,要移风

易俗#提倡科学)文明)法治的生活观#加强农村的社

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&

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#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

会的必然要求#是与解决$三农%问题相互统一的&

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#解决$三农%问题始终是

全局性)根本性的问题#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

合起来#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)设施配套)功能

齐全)环境优美)生态良好)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

农村&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#是统筹城乡发展)实现

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&社会公平)共同富裕是社会

主义的本质要求#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&

要坚持以发展为重)发展为先#以经济建设为中心#

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)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

步伐#不断缩小城乡差距#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

到小康)由局部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#最终实现共

同富裕的奋斗目标&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#是农村

$三个文明%建设的可靠保证&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

是一个系统工程#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

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#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#也包

括政治文明建设)精神文明建设,既要促进农村经济

发展#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#也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

织建设#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#形成良好的社会

风尚&

因此#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促进农

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#是实现全面

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#是贯彻落实科学发

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#是改变我国农村

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#是系统解决$三农%问题的综

合性措施#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&

二
!

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

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

农业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#是对传

统农业发展观念及发展模式的一场革命&资源节约

型)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质是以科学发展

观为指导#遵循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规律#通过最科

学地利用农业资源#最有效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#以

最少量的资源消耗#获得最大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

效益#以保证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&发展农

业循环经济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

村建设是相辅相成)有机统一的&

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#农业可持续发展

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#是我

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&长期以

来#我国农业经济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粗放型增长道

路#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的高消耗#致使资源约束

矛盾日趋突出#环境污染更加严重#生态破坏进一步

加剧&我国农业增长方式亟待改变&

我国属于农业资源约束型国家#农业资源禀赋

较差#农业资源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日趋明显#人

均占有资源量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#工业化进程使

耕地面积逐年减少&但我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的使用

却存在严重浪费&如耕地配置效率低下#农用水资

源利用率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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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有机废物未转化

为资源#物质能量转化率低)效率差,农业生产中大

量使用化肥)农药)地膜#对土壤)水体)农作物质量

等造成污染#使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结构受到破坏,畜

牧业生产造成空气水质生物污染,不合理的农业生

产方式造成水土流失&可见#我国农业一方面存在

着资源短缺#过度开发利用的现象,另一方面还存在

着资源利用利用不合理)资源浪费和农业生态环境

破坏的严重问题&若不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#将严

重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#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

的可持续发展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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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所以#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循环

经济#才能有效地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所存在的各种

问题#才能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

新农村&一方面#农业循环经济提倡清洁生产#要求

农业资源循环利用#有效地减少农业生产废弃物的

排放#减少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&另一方面#农业

循环经济要求农业生产遵守生态规律#减少化肥)农

药的使用量#提高产品质量#减少农产品的污染问

题&

我国$三农%问题已严重制约和极大影响我国经

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&解决

$三农%问题#只能靠农业自身功能的增强)产业链的

延伸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&实践证明#发展农业

循环经济是解决$三农%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#能够

避免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高投入)高消

耗)高污染)低效益的不良影响&循环经济的$减量

化%)$再利用%和$资源化%三原则要求在各生产环节

和产业链上运用循环经济机制#既能减少对资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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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耗#减轻或避免对环境的破坏#又能增加资源的可

利用量#最大限度地释放资源潜力,既能带来很好的

经济效益和扩大生产门路)增加就业机会的社会效

益#又能产生良好的生态与环境效益&

发展农业循环经济#将是改变农业)缓解资源与

环境矛盾)突破可持续发展瓶颈的根本性的战略措

施&首先#发展农业循环经济#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

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#以可循环农业资源

为来源#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#保护环境和发

展经济并举#把农业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#

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

中得到合理的利用#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

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&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

的努力#使农业增长转变为生态正增长#实现农村人

畜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#从根本上改善

农村人居环境#创建平安乡村)和谐农村#实现农业

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&

其次#发展农业循环经济#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

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#对农村土)水)种)

肥)药)电)油)柴)粮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统筹考虑#

整体谋划#系统节约&可以综合开发#再生利用及深

度利用农村种)养业产生的废弃物和以农产品为原

料的城市工业及乡镇企业产生的废弃物#化害为利#

变废为宝#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)社会效益)环境效

益#有利于农业自然)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&

其三#发展农村循环经济#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

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#最重要的任务是解

决农村劳动力就业#提高农民收入#而发展农业循环

经济恰恰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&发展农业循

环经济要求摒弃粗放式经营#根据$减量化)再利用)

再循环%的原则#节约资源)保护环境)改善质量提高

效益#这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要求和目标是完全

一致的&发展农业循环经济#实行集约化经营#增加

农产品的生产品种#深化农产品的加工#进行资源的

综合利用和开发#防治污染#采用高新技术和实用技

术改造传统产业等#都会增加和拉长农业产业链条#

带动农村产业就业机会#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

和经济效益#从而为农民增收#走向富裕开辟出新的

途径&

其四#发展农村循环经济#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

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#可把创建农村专业

技术经济协会这种新型组织形式和推行循环经济的

先进经济模式紧密结合起来#起到相互促进)相互推

动的作用是一次创新#也是深化农村改革)实行管理

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&

最后#发展农业循环经济#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

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#统筹城乡经济社会

发展#可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中各种资源的生产率

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#发展高产)优质)高效生态)安

全农业#追求更大经济效益#为建设生态型城镇村找

到有效的实现形式#而建设生态型城镇村为发展农

业循环经济创造空间)舞台)机遇和条件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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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循环经济三原则的运用及其具体内容

发展农业循环经济#建设资源节约型)环境友好

型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#必须落实农业循环经济减

量化原则)再利用原则及资源化原则&

减量化原则即$九节一减%#包括节地)节水)节

种)节肥)节药)节电)节柴!节煤")节粮)减人*

+

+

&再

利用原则要求做强农产品加工业#加快农业和农村

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迫切需要农产品加工业的带动

和推进#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#依靠

科技进步#努力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利用能力#推进

初级加工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

高效利用型转变#实现经济效益)社会效益和生态效

益的统一&再循环原则即$白色农业%#按照循环经

济的原理将废弃物和污染源#按照循环经济的原理

将废弃物和污染化害为利#变废为宝#利用微生物生

产无公害绿色食品#无污染饲料)肥料)农药以及取

之不尽的能源,白色农业将为缓解能源短缺#解决中

国$三农%问题带来新希望*

"

+

!(W!+

&

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运用农业循环经济三原则具

体内容包括#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#普及节

水灌溉技术#扩大测土配方施肥的实施范围规模#推

广诊断施肥)精准施肥等先进施肥技术#普及农作物

精量)半精量播种技术#积极推广集约)高效生态畜

禽水产养殖技术#降低饲料和能源消耗,促进农业集

约生产#清洁生产#安全生产#提高耕地质量#加快旱

涝保收)高产稳产的高标农田建设#鼓励农民发展绿

肥)秸杆粉碎运用和施用农家肥#将废弃物应用于土

地#使土壤有机质提升#加强农村环境保护#减少农

业面污染,加快发展农村清洁能源#发展农村沼气建

设#在适宜地区积极发展秸杆气化和太阳能)风能等

清洁能源#加快乡村清洁工程#推进人畜粪便)农作

物秸杆)生活垃圾和污水的综合治理和转化利用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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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农业循环经济的保障措施

在市场机制下实施循环经济有一定的难度#要

使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实施#必须具有相应的政策措

施作保障&

首先#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教育#增强

广大农民群众农业循环经济的意识#做好农民工作#

动员农民自学地积极参加到资源节约型)环境友好

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&

其次#政府要充分运用行政)法律)经济)财政等

手段#支持农业循环经济#促进资源节约型)环境友

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&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循

环农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#结合我国国情制定有关

配套措施#不断推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&要

建立起有利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投入体系#健全

和完善财税投入体系#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

支持力度&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时积极开拓集体)

个体)外资等投入渠道的同时#政府投入仍应是主渠

道#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#使农

业在相对稳定#相对充实的投入环境下#发挥巨大的

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&

再次#加强人员培养#科技创新&加大对农民的

培训力度#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#普遍开展

农业生产技能培训#实施使广大农户掌握开展生态

农业的相关技能#使适龄农民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

质#实现农民生产)生活方式现代化&增强农业科技

创新能力#加大科技开发力度#依靠科技优先发展先

进适用的关键技术#总结推广各种类型的生态农业

发展技术模式#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科技化*

G

+

&科技

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

出路&必须着眼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#加快

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#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

献率#促进农业集约生产)清洁生产)安全生产和可

持续发展&

经济增长)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

的三大支柱#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

村必定要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#因此必须大力

发展循环农业#生态农业&农业循环经济是推进城

乡一体化)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途径

和基本方向&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中全会0关于推

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中所提出'农

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之一是'资源节约型)环境友好

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#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

显改善#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&发展现代农业#

必须按照高产)优质)高效)生态)安全的要求#加快

转变农业发展方式#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创新#加强农

业物质技术装备#健全农业产业体系#提高土地产出

率)资源利用率)劳动生产率#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#

国际竞争力#可持续发展力&如此才能完成十七届

三中全会提出的
()()

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

目标#才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发展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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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钦"柳树赋#考辩
大

!

明

建安文人繁钦长于书记#善为诗赋#为史家所称道&但对其所作之0柳树赋1#古今学者的撰述)考论#或有疏误&

今略作考辩#以就教于方家&

胡刻本0文选1卷二十六载潘岳诗0在怀县作二首1之一有云'$初伏启新节#隆暑方赫羲&%李善注曰'$繁钦0柳树

赋1曰'/翳炎夏之白日#救隆暑之赫羲&.%!中华书局
D*GG

年版#

!G@

页"0文选1尤刻本及明州)秀州)建州刊六臣本

$柳树赋%三字同&然检严可均辑0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之0全后汉文1卷九十三录繁钦赋#有所谓$0抑检赋1%

一首#并录文二句!见上引#然$羲%作$曦%#按0文选1五臣本潘诗作$曦%"#云录自$0文选1潘岳0在怀县1诗注%!中华书

局
D*+H

年版#

*G"

页"&按'依二句文意#乃写柳荫炎夏翳日&而$抑检%甚为不辞#当为$柳树%二字之形误&又#姚振

宗0隋书经籍志考证1于$后汉丞相主簿繁钦集十卷#梁录一卷#亡%下引$严氏0全后汉文编1%#记钦文$凡二十二篇%#

内中亦有$0抑检赋1%!中华书局用开明书店原版重印0二十五史补编1第四册#

D*++

年版#

"""

页"#而未能纠正其误&

又#俞绍初先生辑校之0建安七子集1附录0建安七子年谱1#于$建安十六年辛卯!二一一"%条记$受曹丕命#阮瑀与陈

琳各作0止欲赋1#王粲作0闲邪赋1#应瑒作0正情赋1%&又云'$刘桢有0清虑赋1#载本集&据题意似亦属0止欲1)0正

情1一类&又繁钦有0抑检赋1#其残文云'/翳炎夏之白日#救隆暑之赫曦&.见0文选1卷二六潘岳在0怀县作1诗注#当

同时所作&%!中华书局
D*H*

年版#

@()W@(D

页"就繁钦赋而言#俞先生此论有三处失误'一是直抄严可均#而未检核

0文选1原书#故误作$0抑检赋1%,二是记潘岳诗题有误#本当作0在怀县作1,三是对误题0抑检赋1望文生义#以为0止

欲1)0闲邪1)0正情1)0清虑1一类#故于该年记之#不啻以讹传讹#实乃郢书燕说&

又有可论者&检0艺文类聚1卷八十九0木部下2杨柳1#录有繁钦0柳赋1一首#文曰'$有寄生之孤柳#托余寝之南

隅&顺肇阳以吐牙#因春风以扬敷&交绿叶以重葩#转纷错以扶疏&郁青青以畅茂#纷冉冉以陆离&浸朝露之清液#

曜华采之猗猗&%!上海古籍出版社
D*"+

年版#

D+!@

页"严辑0全后汉文1有本首#姚氏0隋书经籍志考证1引严氏0全后

汉文编1目录亦有本首&余颇疑0文选1卷二十六李善注所引之繁钦0柳树赋1二句#即是0艺文类聚1所录繁氏0柳赋1

中文句#这从文意)句式乃至用韵可以看出&而古人作品在流传中篇名有变#不为少见,类书古注引录文献#篇名也时

有小异&如'0三国志2魏书2王卫二刘傅传1裴松之注引曹丕0典论1列王粲诸赋#其中有0槐赋1!中华书局
D*+*

年

版#

")(

页"#0文选1卷五十二0典论2论文1同!

G()

页"#0艺文类聚1卷八十八又载曹丕作0槐赋1而使王粲并作!

D+DH

页",而0艺文类聚1同卷!

D+DH

页"#以及0初学记1卷二十八!中华书局
D*H)

年版#

"H*

页"并载王粲此作为0槐树赋1#

是其例也&然则繁钦所作#盖本名0柳赋1#后传变而又写作0柳树赋1&检0唐钞文选集注汇存1卷九载左思0吴都赋1

云$玄荫眈眈%#李善注引$繁钦0柳赋1曰'布玄荫于庭阶%!上海古籍出版社
()))

年版#第一册#

DH!

页#今传0文选1各

本无善引此条#严辑本亦无此条"#是李善所读#犹有0柳赋1之名也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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